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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阳能是众所周知的可以就地取用、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洁净自然能源。
太阳就像天穹中的火球，温度高达6000K的表面向周围辐射光和热。
地球是太阳系中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
远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籍中就有了阴阳、五行学说，记载了上天人地、“射日”、“奔月”的奇思
妙想，提倡善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运用太阳能育种、采光、培植、晒干、窖存等技艺，创造
了农耕社会辉煌的进展。
然而，太阳能的分散性、到达地面时的低密度（约1kW／m2），还受昼夜、季节以及晴雨气候变化和
大气质量的影响，难以充当“工业粮食”（能耗）的供应源，要满足社会工业化、农业工程化和生活
现代化对能源的需求，必须创新太阳能利用的聚能、储能、调节以及能源多元化互补的信息化管理等
高技术研究和实用性改进。
本书取材丰富，资料翔实，基本覆盖了太阳辐射热、太阳光伏发电和太阳能制氢三大部分。
氢气是优异的动力工质，燃烧生产水蒸汽，不会污染生态环境。
自然界含氢物质虽然很普遍，但提纯氢要耗能，氢只是引人注目的载能介质。
近年来，有关氢经济的议论不断，太阳能制氢能否降低氢的供应成本显然与制氢的技术经济相关联。
太阳能是公认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未来的能源之星，有广阔的利用前景。
国际上正在兴起“能源与环境”技术（ET）革新的热潮，太阳能利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太阳能的合理开发利用可以减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有利于节能减排，发展和推行低碳经济，改善生
态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从这个视角，本书的出版对太阳能利用感兴趣的读者或能开阔视野，了解国际现状，展望深度开发利
用的前景而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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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太阳能利用技术，分为原理篇、技术篇、工程篇三部分，共15章。
原理篇介绍太阳能利用的基础知识，以及太阳能工程的光学设计原理和传热分析原理，这是一切太阳
能利用技术所共同需要的基础；技术篇讲述光热转换技术、光伏转换技术、光化学制氢转换技术、太
阳能表面技术、太阳能材料、太阳能储存等，涵盖了太阳能利用的光热、光伏和光化学制氢三大主题
，目的是构建太阳能利用的工程技术基础；工程篇讲述太阳能热利用工程、温室工程、热动力发电工
程、光伏发电工程、生态工程等，详细介绍各种太阳能利用专项工程的设计与分析，最后收尾到工程
经济分析。
    本书力求说理清晰，文字通顺，希望能使读者对太阳能利用的原理、技术、工程有全面而正确的了
解和掌握。
    本书可作为研究机构从事太阳能利用研发的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的参考用书，也可供有关管理
人员和新能源爱好者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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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65-1973年，太阳能利用的研究开发又处于一个低谷期。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太阳能利用自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如技术开发周期长、投资大，经济上一时很难
与常规能源相竞争，以致得不到社会公众、企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1973年，产生世界“石油危机”，客观上使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估能源战略。
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日趋枯竭，分布不均，为了长治久安地维持人类社会的延续，在能源战略上必
须彻底改变主要依靠常规能源的供能结构，逐步并有效地向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过渡。
由此，全球又一次掀起大力开发利用太阳能的热潮，起步最快的是日本。
197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阳光计划”，其研究开发项目包括太阳房、太阳能工业热利用、太阳能热
动力发电、太阳能电池及其光伏发电系统等。
为实施这一计划，日本政府和企业相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可以这样说，1973一1980年是太阳能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从技术上看它具有以下的特点：①技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成
果，如真空集热管、复合抛物面聚光器（CPC）、非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热动力发电和光解水制
氢等。
②太阳能热水器和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等产品开始商业化，初步建立起太阳能产业。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回落，太阳能产品的性价比仍然很难与常规能源产品相竞
争，以致太阳能利用的研究开发工作又进人一个新的低谷。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注意到，由于大量燃烧矿物燃料，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
候变暖，以致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太阳能利用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在一起，于
是太阳能利用的研究开发工作又走出低谷。
21世纪是人们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时代，太阳能利用的目标方向是：①开发太阳能利用的高精
尖技术，如空间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太阳能热动力发电技术等。
②提高太阳能产品的性价比，最终可与常规能源产品相竞争。
③太阳能产品全面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开发、生产与利用。
回顾整个20世纪，太阳能的开发利用的道路极不平坦，时冷时热。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太阳能自身存在的特点，使得其开发利用的难度很大，产品的性价比不易与常
规能源产品相竞争。
当然，常规能源供应状况、战争与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方面。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应该说20世纪在太阳能科学和利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今后人类寻
求永久能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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